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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目前，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理论日趋成熟，并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个工程技
术领域，包括航天、航空、航海、机器人、工业过程（如钢铁冶金、化工、机械、电力、热力、酿造
、造纸等）、环境保护、生物工程、社会经济与管理等。
而且，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，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已成为众多先进控制技术如预测控制、滑模变结
构控制、智能控制、神经网络控制、模糊控制、鲁棒控制等的研究基础；反过来，这些技术又将推动
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理论及技术更迅速地发展。
　　至今，国内外已出版数十种有关系统辨识和自适应控制的书籍，但多数是对其理论和算法的系统
性论述，就算法的实现问题则较少涉及。
作者最初在学习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时，虽然已对其理论思想烂熟于心，但就算法如何实现却无从
下手，而且可以模仿的控制算法实现方法和仿真代码又十分匮乏，仅靠自己摸索，故学习效率十分低
下。
近几年来作者在高校教学过程中发现，这种现象在高年级本科生学生及硕士研究生中十分普遍；而且
，网络上有关算法实现问题、求助仿真代码的帖子也层出不穷，而本书正是为了弥补众多教材无仿真
程序的缺憾、满足众多控制理论研究及技术应用初学者的需要而编写的。
因此本书具有以下特色：　　（1）内容简练、系统性强。
由于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理论方面的专著已很多，所以本书仅从中精选典型算法，首先介绍其理论
背景、简单的理论推导、算法实现步骤等，然后通过实例介绍算法的实现，展示仿真效果，易于读者
把握算法本质，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。
　　（2）实用性强、灵活性高。
本书第2～5章中介绍的每种算法及重要基础知识都配有MATLAB仿真程序，而且作者尽量使编写的程
序通用化，读者只需修改程序源代码中的对象参数，即可实现其他被控对象的参数估计和控制器设计
。
此外，所有MATLAB程序均采用M文件进行原始编程，能够使读者对具体算法的实现过程有更直观的
理解；同时，也避免了相应技术MATLAB工具箱固定模式的限制，灵活性较高，读者对书中程序代码
稍作修改，即可进行自己改进算法的设计与仿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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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从MATLAB仿真及可视化仿真的角度出发，系统地介绍了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方
法。
《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MATLAB仿真》共分6章。
第1～5章主要内容为：绪论、系统辨识、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、自校正控制（包括广义预测控制）、
基于常规控制策略的自校正控制等，每种算法都配有MATLAB仿真程序、仿真结果以及对仿真结果的
简要分析；第6章详细介绍了基于可视化编程工具VB和Delphi的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的仿真技术。
    本书内容简练，系统性和实用性强，可作为自动化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，也可供
从事自动控制理论研究及技术应用人员阅读参考。
书中所有实例的程序源代码，读者可以到http：//WWW.buaapress.com.cn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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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1章 绪 论　　一般来说，要设计一个性能良好的控制系统，需要清楚了解被控对象的动态特性
。
然而，现实中有一些被控对象或过程的动态特性是事先难以确知的，或者它们的特性是经常变化的。
对于这类对象，常规反馈控制方法的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，如何为其设计一个高性能的控制系统，
就是自适应控制所要研究的问题。
　　1.1 自适应控制问题的提出　　在实际控制工程中，有各种各样的被控对象，它们的机理、复杂程
度和环境条件可能各不相同，但对它们施加控制的目的却是相同的，都是为了使它们的状态或运动轨
迹符合某些预定要求，使它们的运行状况满足预定的性能指标。
　　如果被控对象的脉冲响应函数或传递函数已知，则可用经典控制理论设计一种控制器，使控制系
统的动态性能指标，如超调量、振荡次数、过渡时间和通频带等符合要求；若掌握了过程的运动方程
，就可以用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一种最优控制器，使控制系统的某项性能指标达到最佳，如能耗最小、
运行时间最短、跟踪指令信号的速度最快以及输出方差最小等。
但上述两种理论都是以过程的动态特性事先已知、且在运行过程中不发生未知变化为前提的。
　　然而，由于受到以下不确定因素的影响，要事先完全掌握被控对象的动态特性是几乎不可能的。
　　①被控对象的精确数学模型无法建立。
现代工业装置的特征既精细又复杂，除了比较简单的情形外，被控对象总是或多或少具有某些非线性
、时变性、分布性和随机性。
由于受到试验装置、测量仪表、试验时间和建模方法等方面的限制，依靠机理分析法和（或）实验法
，要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而且，即使得到了精确的模型，其维数可能很高，这样的模型所描述的非线性特性或时变特性等对控
制系统设计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完全无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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